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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新赛季中国各级联赛的重启时间迟迟难定，不论赛程
还是参赛球队都无法明确，今年的联赛究竟何时打、怎么打、谁来打，每一个问题到
现在都无人敢打包票。在此背景之下，关于中超预备队和国青组队参加中乙联赛的
提议再次走入了大众的视野，支持和反对的声浪不相上下。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参加中乙

联赛对这支国青来讲肯定是有帮助

的，但从体系上来讲，这并非一条长

期的路。 ”基于对国青本身和中国足

球大环境的了解， 成耀东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 他始终觉得现阶段国青

组队参加中乙联赛是利大于弊的。

国字号球队打职业联赛的提议，在

中国足坛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早在

2018年便曾有男足国家集训队参加

中超联赛的提案出现， 但最终为了

保持联赛规模和赛制的稳定， 中国

足协没有对上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做

出大范围的调整。

事实上， 国足参加中超和国青

出战中乙，并不能同日而语，前者一

会严重影响联赛秩序， 二不见得对

球员能力带来多大的提升， 后者则

反之。 “这支国青队伍的水平比较

低，我们同年龄段踢球的人不多，又

没有太好的平台，U19联赛水平跟不

上， 他们放在自己俱乐部打不上正

式比赛，锻炼价值不大，那还想在四

年后的奥运会上出成绩 ， 该怎么

办？ ”成耀东坦言，自己支持国青打

中乙的初衷很简单， 就是希望球队

能得到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在四年

后的奥运会中取得突破。 “我们首先

要早一点集中队伍， 把同年龄段相

应来说比较好的球员集中起来，提

前进行训练和比赛。 问题是，想要让

球员得到更好的锻炼， 只能想办法

让他们和高水平的队伍交手。 ”成耀

东解释道，“问题是， 这个年龄段本

来比赛就不多，水平不尽如人意，我

们只能找寻其他的目标， 比如带领

他们参加成年队的比赛。 ”

为什么选择中乙？ 原因并不复

杂，当然也经过了一些思考。 “最先

想到的是中冠， 毕竟是最低级别的

成年队比赛，但它是业余联赛，水平

有限，也并非主客场赛制，不适合国

青队参加。 再看中乙，参赛的都是成

年队员， 其中很多甚至还是中超退

下来的经验丰富的老球员， 水平相

对不错，可以尝试。 ”由此看来，倘若

中超预备队参加中乙联赛的提议也

能最终实现， 那又将一定程度提升

国青参赛的锻炼价值。 另一方面，中

乙联赛的市场化水平不是很高，国

青的半路插队似乎也不会引起太大

的冲击，“我们国字号踢联赛的行为

也是需要符合市场的。 人家都是从

下面打上来的， 那么我们作为临时

的队伍， 如何将对联赛的影响减到

最小， 又最大程度达到锻炼队伍的

目的，这都是需要去考虑的。 ”

成耀东明白， 国青队一旦真的

参加中乙联赛， 势必会对联赛造成

一定的影响，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

但即便是中乙这样关注度不高的联

赛， 成耀东依然希望能尽可能遵循

市场规律，通过细致的规则设置，将

动荡降到最低。 此前，有消息称国青

或许会借壳河北精英参加新赛季的

中乙联赛，但目前看来，这一传闻成

真的可能性并不大。 对不以升级为

目的的国青而言， 直接以国字号的

名义参加联赛反而更加有益， 至少

不会令规则和秩序变得暧昧不清。

“规则一定要设计好。 我们既要和足

协商量，也要和俱乐部进行沟通。 ”

成耀东解释道，“人是灵活的， 规则

是可以调整的，方向要先一致了，其

他的可以再谈。 ”

诸如选人标准和升降级等外界

的疑虑， 成耀东也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名额上可以稍微宽松一点，目的

是让国青队、球员和俱乐部三方的利

益都能更大化，可以在更好的平台得

到锻炼的球员，自然还是希望他们在

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不会勉强。

毕竟国青队不是为了联赛名次，我们

最终的目标是奥运会预选赛。 ”

以中乙赛场为平台锻炼年轻球员
的事，成耀东并不陌生。九年前，他曾
带领上海1993年龄段的全运会适龄球
员组成中邦队参加两年的中乙联赛，
当时有关方面并未对球队的成绩作出
要求，目的就是让中邦承担全运会球
队的锻炼工作。
那两个赛季，成耀东率领着一批

不满18岁的年轻球员在多数为成年
队的中乙赛场上获得了南区第五名
的成绩。一年后的辽宁全运会赛场，
同样的一批球员在成耀东的带领下
卫冕了U20男足冠军。更早的崇明一
期1989-1990届组成的上海东亚，同
样早早踢上了职业联赛。后来的多
次采访过程中，武磊、吕文君他们在
谈及当年岁月时，无不将“比赛机会
多”挂在嘴边。

全运会上的成功经验也给了成
耀东支持国青队参加中乙联赛的底
气，而诸如日本U22选拔队参加J3联

赛，以及部分国家青少年国字号队
伍“俱乐部化”的案例，似乎也都在
佐证这一提议的可操作性。“可能你
现在水平低，打中乙比赛会输，但现
在不怕输，先在这个平台上锻炼两三
年，可能两年以后成绩就到了能冲上
中甲的水准了，那么下一届奥运会
才有希望。”
当然，就像成耀东自己所说的那

样，国青组队参加中乙只不过是个短
期的选择，并不能成为固定的发展模
式。从长期来看，青少年比赛的场次、
水平和参赛人数等因素才是保证青少
年国字号球队成绩提升的重中之重，
“等以后青少年比赛的水平变得很高，
那我们也就没必要组队参加职业比赛
了。”至少从现阶段来看，国青参加中
乙确实是一个相对可行的锻炼方式，
但这一方案究竟能否实施、如何实施，
以及谁来统帅，目前暂时还未最终确
定，一切有待官方确认。

虽然各级国家队的成绩时常不尽
如人意，但长期致力于青少年足球发
展的成耀东已经明显感觉到，中国的
基层足球正在加快前进的步伐。
成耀东举了一个他亲眼所见的例

子：2015年以前踢球的小孩，起始年龄
大多在八九岁左右，但如今球场上追
着球跑的孩子很多都是六
七岁的年纪，数量几乎接近
国外，其中不少还踢得很
好。“不要小看这两三年的
时间，其实差别很大。”成耀
东解释道，“为什么说中国
的小球员基本功比国外的
小球员差，可能国外的小球
员5岁就开始踢球了，但中
国的孩子从8岁才接触足
球，这一下子就比别人少踢
三年，再加上国内的训练水
平不及国外，以后差距只会
越来越大。”好在近些年，校
园足球的大力推广带动了越来越多的
孩子感受足球的魅力，培训机构、球场
等软硬件设施的增加也为孩子们提供
了踢球的客观条件，赞成孩子参加体
育运动的家长同样呈增长趋势，各种

因素叠加到一起，便为孩子们创造了
一个日渐向好的足球环境。

“去年我看了很多2010年和2011
年出生的小球员，他们之中有很多让
我眼前一亮。”成耀东感慨道，“前几
天网上也有个视频很火，一个6岁的
小球员球踢得很好，身上有梅西和C

罗的影子，可能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小
球员。只要我们平台搭建好了，以后
中国足球肯定会越来越好。”问题是，
这样的进步还要多久才能体现呢？成
耀东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五到十年

以后，我们的步子会更快一点，到时候
这样的进步就会体现在国家队的成绩
上。”不过，光有一大批踢球的孩子还
不够，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如何能
让那些有能力的孩子在足球道路上
坚持下来，又是摆在相关人士面前的
一道难题。现有的校园足球模式不足

以承担这一重任，相关方面
在体教结合的道路上还需要
实现新的突破。

在念书和踢球两条路间
犹豫不决的家庭，成耀东遇
到过很多。小学到初中的过
渡是第一道关，很多家长会
从这一阶段开始考虑孩子的
升学问题，毕竟在大多数中
国家长眼中，足球称不上一
个好的人生选择，能踢上顶
级联赛的年轻人到底还是少
数。“到了初中升高中的阶
段，球队也会开始为小球员

提供参考意见，因为到了这个年龄段
基本可以看出来这个孩子以后适不适
合走职业道路。”成耀东说，“最后留下
来的孩子，我们也会尽可能为他们创
造读书的条件。”

十年内有突破“10后”已有佼佼者
参考“全运金牌”模式
未来要靠青少年联赛

非长期规划
要遵循市场规则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徐杨一凡

———成耀东谈论“国青踢中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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